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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養老保障機制跨部門策導小組（下稱「策導小組」）的積極努力，民間機構以及
社會各界的共同協作下，「2016至2025年長者服務十年行動計劃」（下稱「行動計
劃」）的中期階段（2018至2020年）措施得以有序落實。

為了讓市民了解行動計劃的各項工作，策導小組透過每半年出版一次的《長者服務
十年行動計劃資訊報》，向社會大眾介紹各項措施的最新執行情況，同時藉此提升社會
大眾對人口老齡化的關注，結合個人、家庭、社區、政府和社會整體等多方力量，構建
「老有所養、老有所屬、老有所為」的共融社會。

策導小組於2020年6月16日
在澳門世界貿易中心蓮花廳舉行
該年度第一次全體會議，由策導
小組組長、社會文化司歐陽瑜司
長主持會議，是次會議除策導小
組的部門代表出席外，亦邀請澳
門金融管理局代表列席。會上滙
報了長者服務十年行動計劃長期
階段措施細則化的工作進度，以
及引介了中期評估報告框架及跟
進安排等。

 
*策導小組由13個政府部門代表組成：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社會工作局、統計暨

普查局、勞工事務局、衛生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文化局、體育局、社會保障基金、
澳門理工學院長者書院、土地工務運輸局、房屋局及交通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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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計劃整體執行概況

截至2020年10月31日，策導小組已全數執行及完成中期階段的141項措施。現時，
策導小組正在進行中期評估的工作，透過各部門的內部評估、中期評估分享會、收集社
會需求和意見，綜合評估短、中期階段措施的執行成效，並對長期階段的措施進行細則
化，以更好地應對本澳長者的需要和社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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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至10月份重點工作成果

自《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推出至2020年10月，已有
239個僱主加入公積金共同計劃，以及約6萬名居民參與公
積金個人計劃。

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

特區政府透過第162/2020號行政長官批示，進一步放寬僅由年滿65歲人士組成
的家團申請社會房屋的入息及資產上限，包括不將養老金納入每月總收入計
算，以及提升上述家團的總資產淨值上限為該批示所指的雙倍。

提升由長者組成的家團申請社會房屋的入息及資產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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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34/2020號行政法規，特
區政府於2020年9月1日推出第
四階段「持續進修發展計
劃」，有關計劃至2023年8月
31日，以「調整定位、嚴謹規
範、電子監察、擇優延續」為
原則，繼續為終身學習創造有
利條件，鼓勵居民持續進修，
以提升個人素養和技能，從而
配合經濟產業多元發展及營造
學習型社會。

推出第四階段「持續進修發展計劃」

文化局轄下澳門演藝學院舞蹈
學校於2020年1月21日組織
「中學教育課程」學生探訪聖
方濟各安老院，進行「把愛傳
出去，社區關懷活動」，學生
們為長者表演了芭蕾舞、中國
舞、西方舞及民間舞等精彩節
目，活動中學生們與長者互動
玩遊戲並送上禮物和祝福，現
場充滿歡聲笑語，場面溫馨熱
鬧，參加的長者有80人、青少
年學生有24人。

青少年學生與長者之文化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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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鼓勵長者學員積極面
對新冠疫情，並保持良好
的學習狀態及心境，澳門
理工學院長者書院組織
13名精英學員及校友參
加了《當代中國老年書畫
藝術鑒賞》暨「藝美楓
情——走進溫哥華中國書
畫藝術交流展」，藉此讓
長者們能夠一展所學，並
與內地長者互相學習。

組織學員參與交流展

為提升經濟困難的長者及殘疾人士獲取資訊的便利性及加強其使用資訊科技的條
件，社會工作局於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推出「援助金家庭長者及殘疾
人士購置手機資助計劃」，有關對象為援助金受益人中，於計劃申請期內年滿65
歲的長者或年滿18歲的殘疾人士。是項計劃合共向415名長者及244名殘疾人士提
供購置手機的資助。

援助金家庭長者及殘疾人士購置手機資助計劃

為提升頤老卡的可攜性和使用的便利，將會推出電子版的頤老卡，持卡者可透過
手機應用程式取得電子版的頤老卡，而無需攜帶實體卡。另為配合電子頤老卡的
推行，同一時間會推出第四款頤老卡，而原有的頤老卡仍有效可繼續使用。 

檢討及更新頤老卡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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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澳門馬場海邊馬路及黑沙環馬路
交匯處的「黑沙環三角花園行人天
橋」，現共有三處落腳點，分別位於
岐關新邨、錦繡花園及祐漢中心等建
築物前。由於受制於現場環境並不寬
闊，故需要因應天橋的各個落腳點的
實際環境，改造現有行人天橋的結
構，重整天橋的樓梯，以騰出空間加
裝升降機，工程現進行中。

氹仔基馬拉斯大馬路空中走廊建造工程

氹仔基馬拉斯大馬路空中走廊沿基馬拉斯大馬路
設置，跨越南京街、哥英布拉街、成都街、布拉
干薩街及運動場圓形地，經運動場道連接輕軌車
站，以及延伸至氹仔中央公園一帶。各上落點將
設有樓梯和升降機或扶手梯，升降機有發聲提示
裝置及凸字按鈕等設施，為居民提供無障礙及安
全的過路環境。工程分兩階段，第一階段範圍由
氹仔運動場道輕軌站至運動場圓形地，天橋以架
空形式接駁運動場道的輕軌站，工程已完工及開
放使用，第二階段工程現進行中。

為讓市民（包括長者）加深認識勞動權益，勞工
事務局持續舉辦不同類型的「勞動權益知多D」
專場講座，透過講座向巿民介紹勞動權益，讓僱
主和僱員知法守法，構建和諧勞資關係。講座透
過案例分析、互動討論、即場答問的形式，講解
不同的勞動權益內容，例如《勞動關係法》七項
修訂內容及《僱員的最低工資》法律、虛假聘用
的責任及選擇職介所要注意的事項等。

「勞動權益知多D」講座

黑沙環三角花園行人天橋設施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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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事務局於2020年5月與澳門婦女
聯合總會合辦了為長者而設的「第6期
陪月員培訓課程」，課程已於2020年
6月完結。有關課程為55歲或以上、具
中文書寫及閱讀理解能力之人士而
設，協助有意願且具工作能力的長者
繼續就業或重投就業市場。有關課程
為50小時，共24人順利結業。

根據第23/2020號行政長官批示，於2020年1月21日設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
調中心」，負責全面規劃、指導和協調各公共及私人實體關於預防、控制和治療新
型冠狀病毒感染的工作。

推出「保障口罩供應澳門居民計劃」，確保居民可購買到所需口罩，落實「全民參
與、共同抗疫」。同時亦於每日舉行新聞發佈會，有關新聞發佈會亦於社交媒體進
行直播，向巿民發佈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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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職業培訓計劃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下特區政府的工作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對經濟
民生的影響，特區政府公佈一系列
經濟援助措施，紓緩居民及各行各
業的經濟壓力。同時設立「100億抗
疫援助專項基金」，有關基金為對
受疫情影響而在生活或經營上有困
難的澳門居民和企業商戶作援助，
以及對防疫抗疫工作給予財政上更
有力、更快捷的支持。當中包括：
向每名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
民多發一次600澳門元的醫療券；
補貼澳門居民住宅3個月的全部水
電費；
對社會工作局經濟援助的弱勢家
庭多發兩個月的援助金；
先後推出兩期電子消費券，合共面值為8,000澳門元；
向財政局申報職業稅而符合資格的本地僱員，一次性獲發三個月的援助款項，合
共15,000澳門元。獲發放對象不包括：2018年度職業稅退稅計劃獲退還20,000澳
門元上限的本地僱員，以及公共行政工作人員；
以僱員人數計算，向符合條件的商號，發放一次性援助款項，金額由15,000澳門
元至200,000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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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澳門時或進入本澳特定場所，需出示「澳門健康碼」。同時特區政府亦推出
「粵澳兩地健康碼轉碼互認」，為往返粵澳兩地工作、上學等巿民，提供便利通關
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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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區長者服務資訊網：www.ageing.ias.gov.mo

澳門特區長者服務資訊站手機應用程式：

特區政府推出「帶津培訓」，計劃以參與者能成功
就業為主要導向，冀透過培訓賦能結合就業配對，
切實舒緩參與者的就業及生活困難。

特區政府推出「心出發‧遊澳門」本地遊項目，目
的是為了能舒緩因新型冠狀病毒對澳門帶來的影
響，逐步恢復澳門旅遊業活動，配合整體經濟復甦
計劃。

疫情期間，除了院舍服務、家護服務外，其他受資
助的長者服務設施均需暫停對外開放，但各設施透
過電話、社交平台、網上視訊等方式，與服務對象
及其家人保持聯絡，以及提供所需支援（如購買口
罩，分發消毒用品等）。另外，亦協助將社會熱心
人士捐贈的防疫物資派發至有需要的長者、協助長
者（合共2,433人）辦理電子消費卡申領手續，以
及協助有需要的長者領取消費卡。


